
努力做好财政工作

  争取财政状况逐步好转

洪 毅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目前，我们河北省财政经济正在向好的方

向发展，但面临的问题仍然很多，不论是省财

政还是地市县财政都很困难。面对财政困难，
我们一方面要正视它，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克服

困难的有利条件。目前我省工 业生 产 开始回

升，这是我们财政收入的基础；国务院确定今

年是“质量、品种、效益年”，我省将广泛深

入地开展这项活动，加快经济 结 构 的 调整步

伐，经济效益将会有一定的提高；去年农业丰

收，农村购 买 力 提 高，这有利于发展轻纺工

业。有利于缓解市场疲软，将相应增加农业税

和工商税收入；各级党政领导对财政工作历来

非常重视，省长、市长、县长亲自抓，今年领

导抓财政工作将会抓得更好。这些都是有利条

件。所以我们一定要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上

下左右齐心协力，共同做好财政工作，争取财

政状况的逐步好转。
做好财政工作，争 取财 政 状况 的逐步好

转，必须要有正确的指导方针。根据中央的指

示精神和我们省多年来的经验，我初步概括财

政工作的指导方针有五条：

第一，坚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

毛主席1942年12月写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

和财政问题》，头一句 话 就 提 出了 “发展经

济、保障供给”的方针。这个方针，现在过时不

过时？我认为没有过时。在当前，我们应该赋

予它新的内容，提出 新 的 要 求。毛主席还讲

过，财政部门要用90%以上的力量发展生产，

用10%的力量组织收入。我看毛主席讲这个精

神，在今天完全适用，当然现在的生产与过去

的生产是不一样了，过去主要是农业生产、简

单的手工业和小型工业，现在我们是现代化大

企业。我们财政部门，应该关心生产，注重培

植财源，在生产方面、在培植财源方面下更多

的精力。要用主要力量帮 助企 业 改 善经营管

理，进行技术革新，健全财务制度，提高经济

效益，真正把全部经济工作转移到以提高经济

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提高经济效益这个全

部经济工作的中心，我总觉得是喊了多少年，

但还是收效甚微，效益不但没有提高，而且是

逐年下降，1990年是大滑坡。多年来产值利税

率、资金利税率是逐年下降的，投入产出率是

不高的，成本是上升的，消耗也没有降下来。
这里有许多客观因素，比如说原材料涨价，能源

涨价等等，原因很多，但是经营管理不好，起

码是其中一个原因。我记得我们财政部门在70

年代还比较重视财务管理，每年开一次企业财

务会议，就是帮助企业怎么样搞好财务管理，

提高经济效益。1980年以 来，这 样的会 很少

开。我建议财政部门要尽可能抽出力量，到企

业去，研究企业的问题，研究企业为什么效益

搞不上去，帮助企 业排 忧 解 难，加强经营管

理，我看这是一个积极的方针，否则光在收支

上打圈子，财政工作就没出路，因为财政收入

主要是靠企业，企业效益上不去，我们财政困

难就克服不了。
第二，坚持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方针。
从国家讲，需要坚持财政平衡，从我们地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方讲，地方财政原则上不应该搞赤字，因为我

们地方搞赤字，没有办法解决，我们不能发票

子、发公债。地方搞赤字就是寅吃卯粮，今年

把明年的钱花了，明年把后年的钱花了，日子

越过越困难，越过越穷。当然，有些个别地方

因为有特殊困难，或者受了灾，或其他原因，
暂时出点赤字也不可怕，但第二年第三年应该

逐步把它补上。长期搞赤字，一年比一年赤字

大，这肯定是个错误的方针，我认为这不符合

中央精神。我们应该有个长期打算，企业不能

有短期行为，财政也不能搞短期行为，不能顾

头不顾脚，顾了今年不顾明年。所以，量入为

出，收支平衡作为一个方针，必须坚持。现在

我们河北省的赤字已经两亿多，今年我们一定

要坚持当年收支平衡，不能再扩大赤字了。但

是今年非常困难，做到收支平衡也不容易，我

们过去积累的赤字，只能今后逐步消化，但首

先1991年我们不要再增加新的赤字。
第三，坚持 “一要吃饭、二要建设” 的方

针。现在我们很多地方是光有吃饭的钱，没有

建设的钱，而且吃饭的钱也很紧张，年年人头

费增幅很大，年年增人增开支，所以没有钱来

搞建设，这个情况已经持续了好几年，我们今

年要把人头费卡紧一些，人头费是要保，但不

能无限地保，不能是个无底洞。这是一。另外

我们的公用经费浪费也是很严重的，今年也应

该严格控制。这样我们才能尽可能地多挤一些

钱搞建设。不搞建设怎么行？过去战争期间的

财政叫供给财政，建国以后就说财政是建设财

政了，由供给财政转向建设财政，没有钱搞建

设，叫什么建设财政呢？现在中央提出搞复式

预算，人头费的钱与搞建设的钱分开，搞两本

帐，这是个方向。国家要发展，经济要发展，
财政不搞建设不行。

第四，坚持勤俭节约、过几年紧日子的方

针。勤俭节约是中央一再强调的，过几年紧日

子，是前年提出来的。当前铺张浪费、大手大

脚花钱还是比较普遍的，机关也好，企事业单

位也好，真正过紧日子的没有几家。据说有的

县工资发不了，还在买汽车，就象 人 们 说 的

“买汽车、盖大楼，一发工资就发愁”。买一

部汽车，大概得花十几万，好车还得几十万，
一年的修理费、汽油钱至少得一两万，若是再

遇到事故、大修就更不用说了。另外从机关企

事业单位水电、原材料消耗、办公用品等等方

面，我看都有节约的潜力。我就常见机关常明

灯、常流水没人管，这个浪费是很多的。再一

个，今年过年挂历发得比哪年都多，恐怕多数

是用公款印制、公款购买的。这么个小事，就

浪费多少！所以浪费是比较普遍的、比较严重

的，过几年紧日子的方针没有落实。我们要在

1991年很好地贯彻这个方针。
第五，坚持国家、企业、个人三兼顾的方

针。这个方针我们贯彻得也不是很好的。在很

早以前，我们国家拿得多了，财政收入占国民

收入的比例偏高了。现在，我看国家拿得又偏

少了，全国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是19%左

右，显然是偏低了，是不合理的。这要逐步地

调整，但不能着急，因为现在企业很困难。企

业留成比过去多了，但是真正用在技术改造、

技术革新方面的钱并不太多，而是滥发实物、
滥发奖金、滥发补贴，这方面有点失控。另外

企业现在负债还很重，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

困难很大。所以我们要研究怎么样正确处理国

家、企业、个人 三者 的 关 系，把这个关系理

顺，把这个关系处理好。这个问题我们在今年

应该做点调查研究。
做好财政工 作，争 取财 政状 况的逐步好

转，还必须做到以法理财，以法治税，把财政

工作逐步纳入法制轨道。首先，要认真贯彻实

施省人大常委会1990年公布的《河北省预算管

理条例》。过去无法 可依，现在 预 算有了法

了，我们要坚决地按预算条例办事，使我们的

预算管理纳入法制轨道。其次，要加强对预算

外资金的管理。现在全省预算外的资金大概有

七八十个亿，有的是财政性的，有的是事业性

的，还有的是企业里面留成的，有各种不同的

类型，很复杂，预算外资金在使用上出的毛病

也很多。对预算外资金管理要立点规章，立点

法。预算外资金不管不行，当然象预算内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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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也不行，性质不同，管法也得分门别类，要

管得恰当，搞不好也不好执行。第三，要加强

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财政工作的监督。有的

同志一听监督就反感，实际上监督是个好事，

监督既是制约，也是支持和促进，所以对监督

不要反感，要欢迎监督，自觉接受监督。前几

年人大及其常委会对计划、财政的监督不够，
今后要改进这方面的工作。对预算的监督要提

前介入，在制定年度预算的时候，人大财经委

员会就介入、就参与，一块研究，等省政府、

省委研究拍板的时候，就考虑了人大的意见，
这样有利于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人大对年度

预算、决算要认真审议，年中七、八月要系统

地听一次汇报，要检查一次财政预算的执行情

况，平时还要注意加强监督。

财政部门要为提高经济效益献计献策

刘凤桐  梁立群

目前，经济效益差的问题已经成为困扰我

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虽然，经过两年来

的治理整顿，经济逐步向好的方向发展，但经

济效益差，财政形势严峻的状况仍未改变。这

说明国民经济还未真正步入持续、稳定、协调

发展的良性轨道。因此，当务之急还是要下大

力气解决经济效益差的问题。国务院部署今年

开展“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财政部门应

积极响应，抓住时机，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财

政工作的中心，积极行动起来，充分发挥职能

作用，献计献策，努力改变经济效益低、财政

困难的被动局面。
提高经济效益，关键在于坚持用好现有资

金，合理调整经济结构和生产结构，提高管理

水平，增强企业发展的后劲。近几年来，国家财

政为了改善农业、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基础

薄弱产业和加速老企业技术改造，每年都要拿

出几百亿支 持 农 业 发展、重点建设和技术改

造。实践证明，这些措施对打好建设基础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也应看到，在突出这

些重点环节时，也存在一些“只知耕耘，不问

收获”，甚至重点建设，重点浪费的现象，既

不符合提高经济效益的要求，也降低了调整结

构的作用。财政部门应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

训，摸清投资去向、项目 完 成 和 收益分配情

况，不仅要管资金的投入数量和方向，还要追

踪反馈项目的效益，开辟新的财源，逐步按有

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把经济效益作为项目可

行性论证的重要指标，使资金投入和项目收益

挂起钩来，建立重点建设和技术改造的投入与

产出效益机制，实现重点建设出重点效益、技

术改造能加速提高效益。
提高经济效益必须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众所周知，在社会经济

大系统中，经济增 长 和 社 会发展是密切相关

的，有限的资金如果没有用在“刀刃” 上，社

会效益不高，经济效益也很难孤立地上升。在

这方面，财政作为一个 综 合 部 门是大有可为

的，因为社会公共事业和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

转的费用大部分都来自财政。改革以来，财政

每年用于教育事业的经费增长都快于财政支出

的增长，投入公共基 础 设 施 建设和文化、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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